
52014年7月8日 /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 薛琳核在现场

记者到达王家德家后山的

桃园时，杜先生正在和王家德一

起摘桃，两人的脸上挂着丰收的

喜悦。记者在现场看到，1米多高

的桃树上挂满了桃子，桃子的外

面包着黄色的纸袋，剥开纸袋，

里面的桃子个头和鸭蛋差不多

大，表皮干净，没有虫咬的痕迹。

据了解，这批桃树是王家德

在2012年上半年从宁波奉化引

进的优质水蜜桃树，3年后能结

果。当时，他希望通过卖桃子来

改善贫困的家庭条件，但是由于

看病花光了积蓄，没有多余的钱

来养护桃子。就在桃树被荒废的

时候，热心人士杜先生伸出援

手，每年资助5万元让他养护桃

树，直到桃子有收成。

“我刚才吃了一个桃子，

虽然与想象中的奉化水蜜桃有

些差距，但是口感、品质等总

体还可以。”杜先生笑着说，3

年能有这样的收成，他还是比

较满意的。3年来，杜先生对王

家德种的桃树非常关心，经常

在空闲时带着爱人到桃园里走

走、看看，了解桃树的成长情

况。 “帮助他人不是给他多少

钱就完事了，而是要通过这笔

钱改善他的生活。”杜先生说，

“如果我一次性给王家德一笔

钱，这笔钱他用完后就没有了，

对改善生活没什么帮助；我分批

出资帮助王家德养护桃树，等桃

子成熟后，他就可以通过卖桃子

增加收入，而且每年都有收入，

从而实现脱贫，这样我的资助目

的也就达到了。”

看到 3 年精心种植的桃子

有了收成，王家德很高兴，但想

到桃子的品相没有奉化水蜜桃

那么好，他又显得有些忧愁。王

家德说，这有可能是第一次结

果，个头、口感稍差一些，具体原

因他会去奉化向专家请教，学习

桃树养护管理技术，争取明年把

桃子种得更好，不辜负杜先生的

帮助。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文/

图）7月4日上午，由马屿镇政

府牵头，联合工商、住建、电力

等部门，依法打击、取缔了位

于该镇大南社区内的 5 家非

法小熔炼加工点，捣毁熔炼小

土炉 7 只，拆除违章建筑约

500平方米。

9时许，记者跟随执法人

员先来到位于大南社区下徐

村的两家非法小熔炼加工

点。记者发现，该加工点位于

大南山上，由4间破旧红砖房

改造而成，位置十分隐蔽。当

时，这两家非法炼铝加工点虽

未在生产，但现场有3名中年

妇女前来阻挠执法。

而随着警戒线的拉起，和

挖掘机的进入，很快，这两家

非法小熔炼加工点内的相关

设备和违章工棚被拆除。同

时，电力部门还对两家非法小

熔炼加工点进行了断电和拆

除电表处理，拆违工人销毁了

加工点内的坩埚、铝锭模具、

熔炼炉和地面硬化部分。

随后，执法人员对大南社

区许峰村一处刚搭建好违章

简易工棚，但未投入生产的非

法小熔炼加工点进行了拆除；

依法打击、取缔了新华村的两

处非法小熔炼加工点，当场拆

除违章、捣毁熔炼设备。

“这次我们主要是借‘三

改一拆’的东风，对马屿镇辖

区内的非法小熔炼加工点进

行了打击取缔。”马屿环境管

理所副所长池仁富告诉记者，

经调查，这5家非法小熔炼加

工点，有的是从平阳转移过

来，有的是从塘下转移过来

的，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非法加

工点。“马屿镇是国家级的生

态镇，因此我们决不容许像这

些小熔炼等非法的污染场点，

在马屿有藏身之地。”池仁富

说，希望广大群众能积极向环

保部门举报小熔炼、小电镀等

非法的污染场点。只要有人

举报污染场点，如小熔炼加工

点，1家可奖励500元；如果举

报内容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如

小电镀加工点，可以一次性奖

励3000元。

3年前他受资助种桃,3年后桃子初有收成

老王家的水蜜桃熟了
青山深处藏匿污染源，
拆你没商量！
马屿依法取缔五家非法小熔炼加工点

■记者 林长凯/文 孙凛/图

3年前，高楼镇顺溪村村民王家德

因病致贫，无力种养的1500株水蜜桃

被杂草淹没，难以长大（相关报道详见

本报2012年2月22日第3版《因病而

贫无力种养老王的1500棵水蜜桃长不

大》）。该消息经本报报道后，引起了

热心人士杜先生的关注，并表示愿意

出资帮助王家德养护好这1500棵水蜜

桃树（2012年2月28日第4版《杜先生

3年出资15万元》）。3年后，这批水蜜

桃第一次有了收成。昨日，杜先生得

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并驱车赶往

高楼，了解桃子的具体收成情况。
种了3年的水蜜桃第一次采收，王家德绽开了笑颜。


